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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天津农业投入的对策研究
 

魏 秀 芬
(天津农学院经济管理系 ,天津 300384)

摘　　　要:本文在对天津农业投入现状量化研究基础上 ,实证分析了天津农业发展缓慢的主

要原因是投入不足 ,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构建天津农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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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津农业投入的基本状况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农业投入主体已由过去的财政、集体二元投入格局转变为财政、集体、信贷、农

户及外资投入等多元投入的新格局。 但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调控、约束、保护、激励等机制 ,天津农业投

入呈递减趋势。

1. 1　财政对农业投入力度不够

“八五”期间 ,天津市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农业生产支出、事业费、农业综合开发支出 )占财政支出比

例为 3% 左右 ,比北京低 2个百分点。 1997年 ,上述 3项支出只相当于北京的 45% ,天津市财政对农业

投入占天津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低 ,表明了天津财政对农业投入力度不够 ,政府支农行为弱化。

1. 2　农业信贷资金投入不足 ,资本市场对农业融资有待启动

近年来 ,天津市信贷资金对农业投入有所增加 ,对缓解农业资金短缺起到一定作用 ,但信贷对农业

投入仍严重不足。由于农民贷款难 , 只得用高息向他人借款进行农业生产经营 , 制约了农民对农业的

投入。

就资本市场而言 ,我国已有一批农业公司在股市市场上市 ,使这些农业公司获得了持续稳定的资金

来源。 天津目前还没有农业类上市公司。

1. 3　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投入削减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 ,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投入减少。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 ,天津市农村集体经济

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农村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由 1992年的 7. 85%下降到 199 7年的

4. 93% ,其中 , 1995年仅为 1. 98% [1 ]　。

虽然乡镇企业“以工补农”资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户生产性投入及财政支农资金的不足 ,但随

着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下滑 ,对农业的投入明显减少。

1. 4　农民投入“非农化”倾向日趋严重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天津市农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农民纯收入由 1992年的 1 420元增加到

1997年的 3 548元 ,平均每年增长 20. 3% [ 1]　。但由于农业生产条件差 ,经营规模小及比较利益低等原

因 ,导致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没有随着投资能力的增强而提高 ,农民资金支出逐渐向生活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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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非农产业倾斜。1991～ 1997年间 ,天津农民家庭每户年末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由 1410元增加到

5 157元 ,增长了 2. 66倍 ,同期 ,农业固定资产原值只增长了 1. 21倍。

1. 5　外资对农业的投入十分有限

我国农业利用外资基本集中在农业大省 ,天津农业利用外资十分有限。

1. 6　横向比较 ,天津农业投入总体水平低于京沪

1996年 ,天津财政对农业 3项支出分别相当于北京的 33. 3% 、 57. 5% 和 38. 8% 。在同期的更新

改造支出中 ,用于农业的支出天津为 0. 04亿元 ,北京和上海分别为 1. 12亿元和 3. 19亿元 ;占总投资的

比例 ,天津为 0. 03% ,北京和上海分别为 0. 6% 和 0. 7% 。天津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的投入也处于低

水平。 1996年 ,农村集体经济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其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例天津为 5. 36% ,上海为

8. 67% ,而北京则高达 21. 7% 。

政府对农业投入具有引导示范效应 ,天津市财政投入的趋减 ,导致了社会对农业的投入减少 ,制约

了农业的产出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　农业投入少 ,制约着天津农业经济的发展

据国外经济学家对世界 33个国家农业与经济发展研究表明:人均收入每增加 1% ,农产品总值中

再投入农业的比率应相应增加 0. 25% ,农业才能稳定发展。农业部一项研究报告认为:农业生产规模

的大小、增长的变化、结构的调整 ,在价值形态上总是受制于投入资金规模和结构的变化 ,在运行轨迹

上 ,两者之间具有直接的相关对应关系。天津农业投入的低水平 ,制约了天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现

代化的建设。

2. 1　农业现代化的物质条件差 ,经济效益不佳

由于农业投入少 ,天津农业的物质装备水平较低。如表 1所示:除有效灌溉面积外 ,其它各项指标天

津均低于北京和上海。 低投入维系低产出、低效益 ,经济效益指标值均充分说明了这点。
表 1　 1996年津、京、沪 3市农业投入水平比较

项　　目 天　津 北　京 上　海

每公顷化肥施用量 /kg 312. 75 477. 39 758. 79

每公顷农用塑料薄膜用量 /t 14. 53 29. 29 39. 39

每公顷农药使用量 /t 7. 42 28. 94 34. 37

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百分比 /% 82. 56 81. 63 99. 33

　　　　　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7》资料计算 ,其中化肥施用量为折量

2. 1. 1　土地生产率指标

1996年每公顷粮食产量津、京、沪分别为 4 584 kg、 5 559 kg和 6 331 kg。天津比北京和上海每公顷

分别低 957 kg和 1 747 kg。

2. 1. 2　劳动生产率指标

1996年每一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 ,天津为 2 500 kg左右 ,而北京和上海则为 3 500 kg左右。每一

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产值 ,天津为北京的 71% ,比上海差得更多。

2. 1. 3　资金生产率指标

近年来 ,天津农业资金利用的经济效益下降 ,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天津也无优势。 1996年全国种

植业、畜牧业、渔业的资金净产值率分别为 1. 8、 0. 89、 1. 54。天津为 1. 23、 0. 58、 0. 90,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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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转换增殖差

目前 ,天津农业还处于大农业结构阶段。在农业产值构成中 ,天津种植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高达 58. 78% ,居 3市之首。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天津为 29. 86% ,这种落后的大农业结构

表明农牧结合度小 ,转化增殖差 ,这是低投入的必然结果 (见表 2)。
表 2　 1996年津、京、沪农业产值构成 %

地　区 农　业 林　业 牧　业 渔　业

天　津 58. 78 0. 56 29. 86 10. 80

北　京 50. 92 1. 90 43. 29 3. 89

上　海 37. 28 0. 34 47. 39 14. 99

　　　　　据《中国农业年鉴 1997》资料计算

2. 3　天津农民收入水平与先进省市差距拉大

天津农民收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低于先进省市水平。 近年来 ,天津与先进省市农民收入水

平的绝对差距在加大 , 1990年 ,天津与北京、上海的农民人均收入差距分别为 228元和 838元 , 1996年

此差距拉大到 562元和 1 847元。 天津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全国的排位已从 1985年的第 3位 (上海和北

京分别为第 1、第 2位 )降到 1996年的第 6位
[1 ]
。

3　构建天津农业投入增长机制的基本对策

天津农业作为大城市郊区农业 ,农业投入态势趋减 ,制约着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

的建设 ,直接影响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为此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构建市场经济体制下农

业投入增长的运行机制。

3. 1　构建约束机制 ,规范政府投入行为 ,加大财政对农业投入力度

农业是弱质产业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对农业扶持是世界各国发展农业普遍采取的措施。政府

对农业扶持是通过财政拨款及其投向进行的 ,并直接反映对农业的支持程度。

在财政方面 ,目前我国还没有健全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约束机制 ,致使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逐年减少 ,

削弱了政府应承担的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职能。由于农业基本建设资金需要量大 ,靠农户是无法积聚

的 ,理应由政府承担。只有国家增加农业基本建设投入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才能形成有效刺激农民投资

的宏观环境。 为此 ,应在廓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事权的同时 ,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制度规范

和法律约束 ,以法规定政府对农业投入份额及其递增比例。其中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要

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财政拨款的投向上 ,从天津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 一是要向农业基本建设倾斜 ,改变农业生

产的物质条件 ,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二是增加农业教育、科研和技术推广方面的投资 ,提高农业科技水

平 ;三是用于农产品价格补贴及农业风险基金等方面 ,以促进农业市场化。

3. 2　规范信贷投入行为 ,完善信贷对农业的支持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信贷投入是农业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并通过对农业资金的投入量、

投向和利率等发挥信贷投入和引导的双重作用。为此 ,必须完善金融市场 ,规范信贷投入行为 ,加强信贷

对农业的支持。一是加强金融市场体系培育 ;二是金融机构要认真贯彻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做好

当前农村信贷工作的指导意见》 ,规范信贷投入行为 ;三是增强信贷调控功能 ,发挥信贷投入对农民投入

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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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积极培育农业类上市公司 ,加强资本市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

长期以来 ,农业企业缺乏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 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 ,应加快农业上市公司的

发展 ,通过资本市场融通农业资金 [2 ]。

3. 4　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企业的农业投入机制 ,发挥其投资主体作用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业投入的主体 ,应建立有效投入机制 ,加大其对农业投入力度。 一是以法律

或政策的形式 ,规定农村集体拥有的资金必须有一定比例用于农业 ; 二是对农村集体

资金投入到农业生产和农业设施项目的 ,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税收和利率等经济手段予以优惠。

鼓励乡镇企业支持农业。一是通过扶持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乡镇企业的发展 ,加强农产品加工基地的

建设 ;二是建立“以工补农”基金 ,完善“以工补农”制度 [ 3]。

3. 5　构建保护激励机制 ,规范农民经济行为 ,积极引导农民投入

3. 5. 1　建立以农产品保护价为核心的农民利益保障机制

农民对农业投入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投资效益下降。 目前 ,天津一般农产品成本比周边地区高

20% 左右。投资农业的资金得不到平均利润 ,不但吸引不了农业部门外的资金 ,连农业部门内的资金也

难以阻止向非农产业部门流动。 为此 ,必须完善天津农产品保护价政策 ,提高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 主

要措施有:一是严格执行国家保护价敞开收购余粮政策 ;二是保护价的价格水平制定应参照农产品的生

产成本 ,保证生产者能补偿生产投入并获得一定利润 ;三是实行农产品价格调控基金制度。

3. 5. 2　进一步完善农资价格与质量监测制度

农用生产资料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 ,其供给的价格水平与质量优劣等与农业生产、农民利益息息

相关。 由于缺少约束机制 ,我国主要农业生产资料最高限价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农用生产资料价格

高 ,影响农民对农业的投入。农资质量监测机构不健全导致伪劣农资混入市场 ,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危

害 ,直接损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为此 ,必须采取综合有效措施完善天津市农资价格与质量监测调控制

度。一是认真兑现并继续完善国家制定的粮棉“三挂钩”政策 ;二是强化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管理 ,执行好

主要农用生产资料最高限价政策 ;三是组建市、郊区 (县 )两级权威性的农资质量检测机构。

3. 5. 3　完善农产品储备制度

农产品储备制度具有保障供给、平衡供求、稳定物价、赈济灾荒和保证农民收入等综合功能。由于资

金缺乏等原因 ,天津的农产品储备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完善天津农产品储备制度:一是在继续认

真执行好国家粮棉专项储备的同时 ,逐步扩大包括食用油和肉类等在内的农产品储备种类 ;二是除市级

储备外 ,尽快建立郊区 (县 )级的储备 ,健全两级农产品储备体制 ;三是建立农产品储备制度 ,保证农产品

储备制度的实施。 据测算 ,天津市每年需专项储备基金 1. 8亿元左右。

3. 5. 4　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础上 ,建立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耕地流转机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使农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由于耕地使用权的频繁更

迭 ,农户得不到对耕地进行长期投资的利益 ,因此 ,不愿对耕地进行长期性投入。 为此 ,一是认真落实土

地承包期再延长 30 a不变的政策 ,实行耕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彻底分离 ,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权、

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 ,促使农民增加对土地的长期投入 ;二是建立耕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保证土地

使用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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